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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性，非品牌化的节目很容易会被受众遗忘。

其次，短视频内容再分发的平台属于传统

媒体转型中的官方媒体账号，仍处于搭建和探

索过程当中，粉丝数量和关注度尚未形成一定

规模。

再次，互动效果上，《第一测试》的短视频

节目引发受众评论，而在及时反馈互动，了解

受众想法上仍有不足。评论和反馈是对节目进

行调整的方向，应当更加了解受众取向，生产

更加喜闻乐见的属于大众的融媒体产品。

参考文献：

①冉桢,张志安，《移动、视觉、智能：媒体

深度融合中组织再造的关键》，《新闻与写作》，

2021年第1期，P18-24。

②周亭《从“广播”到“宽带”——媒介

融合时代电视新闻生产的流程再造》，《现代传

播》，2012年第1期，P98-101。

③张志安、冉桢《短视频行业兴起背后的

社会洞察与价值提升》，《传媒》，2019第 7期,

P52-55。

④高钢、陈绚 《关于媒体融合的几点思

索》，《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9期，P51-56。

⑤胡辉《<你会怎么做>:融真人秀理念于社

会观察类节目》，《电视研究》，2016年第9期，

P53-55。

⑥高雅楠《媒介融合背景下电视真人秀节

目跨媒介叙事研究》，湖南大学毕业论文，2016

年，P18-19。

（作者单位：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王雪梅

地方台评论节目地方台评论节目如何创新突围如何创新突围如何创新突围如何创新突围如何创新突围如何创新突围如何创新突围如何创新突围如何创新突围如何创新突围如何创新突围如何创新突围如何创新突围如何创新突围如何创新突围如何创新突围如何创新突围如何创新突围如何创新突围如何创新突围如何创新突围如何创新突围如何创新突围如何创新突围如何创新突围如何创新突围如何创新突围如何创新突围如何创新突围如何创新突围如何创新突围如何创新突围
——台州市广播电视台“屏”系列评论节目管窥

摘要：评论是电视新闻节目的旗帜，是引

导舆论最有力量的武器。但随着新媒体的异军

突起，评论节目逐步被抛弃和冷落。台州市广

播电视台通过打造“屏”系列评论节目，在评

论节目的时度效上取得创新突破，进一步增强

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也

赋予栏目和频道以独特的气质和品位。

关键词：地方台 评论节目 创新

2020 年，疫情后一个重要的媒体现象是各

级媒体在主题报道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明显

的提升，但是作为引导舆论最有力量的新闻评

论却是地方台的一大短板。评论曾被视为媒体

的“灵魂”和“旗帜”，但随着新媒体的异军突

起以及收视率指标引导的断舍离，评论节目一

度遭遇被抛弃和冷落的命运。

2020年4月21日，台州市广播电视台推出

时政融评专栏《台州“屏”论》，6月10日又推

出时政融媒访谈《台州“屏”谈》，重新布局新

闻评论节目，并在电视评论的时、度、效上取

得创新突破。截至日前，《台州“屏”论》已播

出 70 多期，《台州“屏”谈》 也播出了聚焦台

州市委市政府“三立三进三突围”重大决策部

署的《立足浙江重要窗口，台州有什么？》、“创

新台州”主题访谈上下篇、《展望“十四五”，

台州再出发》 等篇章。舆论引导呈现有数量、

有质量和有力量的迭加效应。

一、时：即时性评论确保评论的时效性

电视评论有声音，有图像，有文字，在制

作和播出流程上需要经过前期采访拍摄、后期

制作等一系列过程。因此，在时效性上，电视

评论处于劣势地位。但是，新闻是时间的易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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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新闻评论要发挥作用，也应该注重时效性。

《台州“屏”论》每期时长1-2分钟，往往是紧

接着 《台州新闻》 中上一条播出的新闻内容进

行短评。如在“2020 上海·台州周拉开帷幕”

的新闻后，《台州“屏”论》播发题为《全面接

轨大上海，书写发展新篇章》 的评论，从接轨

大上海要架一座“桥”，要开一条“路”，要读

一本书，要交一寸心等方面，进一步阐明全面

接轨大上海的方法路径。在台州“市委五届十

次全体 （扩大） 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的新闻后，

《台州“屏”论》播发题为《建设重要“窗口”，

展示台州风采》 的评论，指出要以创新台州为

战略支点，紧扣民营经济、先进制造、湾区一

体、科技创新、人才招引、接轨上海、营商环

境、城市功能、美丽生态等领域精准发力，在

全省建设“重要窗口”中展现台州风采，通过

评论进一步深化了上一条新闻的主题和要旨。

面对突发性热点新闻，《台州“屏”论》反应迅

速，如 7 月 6 日上午，12 只瓜头鲸在台州头门

港海域搁浅的消息迅速成为舆论热点。面对这

样一个突发、热点、全民关注的新闻事件，台

州各主流媒体快速反应，全媒体联动，全方位

报道救援全过程，满足群众信息需求。当晚的

《台州“屏”论》配发了《从全民救援看台州温

度》 的评论，赞誉救援背后所体现的“文明之

光”和“大爱之举”，提升了整体报道的深度和

力度。《台州“屏”论》做到了当天重大事件的

评论，当天播出。这种只争朝夕的操作，克服

了传统电视评论时效性差的不足，较好地满足

了融媒体时代观众对及时性评论的需求。

二、度：服务中心大局，有态度有力度

评论承担着释疑解惑、引导舆论、解读和

宣传政策等重要社会功能。台州台“屏”系列

评论节目《台州“屏”论》和《台州“屏”谈》

虽然形式不同，一个是一两分钟的短评，一个

是半个小时的访谈，但是评论内容都是围绕中

心工作、重大决策部署和重点工作展开。如

《台州“屏”论》 除了前面提到的接轨大上海、

台州市委全会重大决策部署等内容，《扛起建设

“重要窗口”使命 打造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强

市》《勠力同心 决胜全国文明城市“两连冠”》

《以垦荒精神引领干事创业》《建设湾区新平台

打造发展新高地》以及“关注文明好习惯养成”

系列评论等都是涉及重大决策和重点工作。针对

台州台推出的主题采访系列报道《走十城》，每

一期节目后都配发了相应短评。系列报道《走十

城》通过探访友邻地区的发展经验，为台州建设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城市提供借鉴。《台州“屏”

论》在每一期节目后都进一步阐释台州的差距在

哪里，应该学习什么，这些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台州“屏谈”》播出的第一期《立足浙江

重要窗口，台州有什么？》，通过嘉宾访谈的形

式，深入解读台州市委 “三立三进三突围”的

重大决策部署，探讨台州的优势、特色和家底，

谋划疫情冲击下台州民营经济如何育新机开新

局。“创新台州”主题访谈上篇《以企业为主体，

打造创新生态闭环》和下篇《以政府为主体，构

建创新系统平台》，围绕“创新台州”这个主题，

就技术创新、科创平台、人才新政、产学研对接

等话题展开交流探讨。不论是《台州“屏”论》，

还是《台州“屏”谈》，评论内容都是立场态度

鲜明，有深度、有新意，较好地实现了电视评论

节目释疑解惑、引导舆论的目的。

三、效：全媒体传播扩大节目影响力

融媒体时代人人都拥有麦克风，舆论场众

声喧哗，势必对传统电视新闻评论带来挑战。

但是，这同时也意味着电视新闻评论必须融合

新媒体的技术手段，与其他媒体进行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才能在当前复杂的舆论场域中发挥

自身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屏”系列评论节目

《台州“屏”论》 通过电视节目 《台州新闻》、

广播节目 《台州晨报》 和“无限台州”App 等

多渠道发送，同时针对广播、电视和新媒体不

同特点打造不同产品样态，如电视版采用主持

人出镜口播＋画面的双视窗模式，新媒体版则

结合短视频的拍摄特点，采用音乐、字幕、动

画、图表等更加新颖活泼的表现方式。通过多

平台多渠道发送，进一步扩大节目的覆盖面和

影响力，实现最佳传播效果。同时移动先发优

势也弥补了电视评论在面对突发热点新闻时效

性不足的缺陷。如临海涌泉蜜橘网店的老板为

科研人员免费寄送蜜橘的爱心小事，在网络发

酵后，在当天的《台州新闻》来不及播出的情形

节目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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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台州“屏”论》 在新媒体端 《无限台州》

推送评论《涌泉蜜橘“出圈”：爱国心，如这般

朴素》，提出“每一种朴素的爱国热情都值得被

敬重、点赞和弘扬。”《台州“屏”论》做到了面

对每一个热点都发声。《台州“屏”谈》则打破

以往惯例，运用“演播室访谈+云访谈+海采+短

视频”等多种元素，评论报道手段立体丰富，更

好地解读和诠释台州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部

署，形成浓厚的宣传舆论氛围，从而达到统一思

想，凝心聚力，共谋台州新发展的目标。

当然，“屏”系列评论节目也存在着不足，

主要表现在：一是 《台州“屏”论》 在语言上

“报纸味”太重。比如，《强化约束形成“惯

性”》 这一期，有“出游时不随意刻划，电梯

里主动熄烟”这句话，“吸烟”和“熄烟”如果

不看字幕，很容易在理解上产生歧义。二是

《台州“屏”谈》还没有成为常态节目，在节目

影响力上尚有差距。

时度效是新时代检验新闻舆论传播影响力

的衡量标尺, 台州台“屏”系列评论节目在时、

度、效方面的创新突破赋予电视评论比以往更

强的竞争力和传播力。评论是电视新闻节目的旗

帜。优秀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足以支撑、带动、

提升媒体的知名度，并赋予其独特的气质和品

位。因此在媒体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地方台应

该重新拿起评论这一有利武器，进一步增强主

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作者单位：台州黄岩区广播电视台）

马丽萍 张 铭

广播剧广播剧《《民族的号手民族的号手——任光任光》》
创新路径探析创新路径探析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由嵊

州市融媒体中心精心创作的三集广播剧《民族的

号手——任光》，以红色浪漫的主题、激情奔放

的讴歌献礼建党百年。这既是嵊州市融媒体中心

在文艺精品创作方面一次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也

对浙派广播剧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任光 （1900－1941），出生于浙江省嵊州

市，是我国左翼音乐的开拓者、杰出的革命音

乐家，《新华日报》 称他为“民族的号手”。他

创作的许多抗日革命歌曲，对中华民族的抗日

救亡运动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任光还灌制

了 《义勇军进行曲》 唱片，是第一个把 《义勇

军进行曲》介绍给世界的人。

任光是嵊州人民的儿子，由嵊州市融媒体

中心来推出这部作品，义不容辞，也有优势，

但该剧并不好写。首先，表现革命音乐题材并

不是广播剧的强项，而要用短短的 3 集表现任

光为人民的音乐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要把人

物写得丰满，故事写得精彩，难度则更大。该

广播剧在扎实掌握史料的基础上，以独到的眼

光选择提炼素材，使得作品生动感人，并具备

鲜明的艺术特色。

一、在人物选材上着力

该剧撷取任光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三个阶

段，围绕 《渔光曲》《义勇军进行曲》《新四军

东进曲》 的创作与诞生，展现出一幅幅生动的

历史画卷，每一集以一个作品为中心展开。同

时，该剧完成了文本的发力点与着眼点，对每

一集都进行较为完整地布局，使得每一集有各

自的着力点。家乡、从军、舞剧的诞生、渔光

曲的创作、国歌的诞生，各色人物的展现与出

场等，都合理地分布在各自的剧集中。尤其是

《国歌》和《渔光曲》交错的主体叙述、人物故

事的发展与推进，以及第一部有声电影的诞生

等选材为作品增添了力度与高度。

二、在结构手法上创新

目前广播剧的听众更多的是以移动车载为

群体的年轻人。《民族的号手——任光》充分尊

节目评介




